
七八月份的江苏乡村，处处风光旖旎，黄澄

澄的小麦归仓不久，绿油油的青禾已铺满大地。

放眼望去，无人机与白鹭竞相翻飞，“镐锄镰犁”

变成了智能化的“金戈铁马”，田地间硕果累累，

丰收在望，一幅农业强、农村美的锦绣画卷向远

方延伸铺展。

生机盎然的田野上，还有让人更加欣喜的变

化：一批又一批新面孔来到乡野，成为“农”的传

人。他们中有的是年富力强的致富带头人，有的

是懂科技、会管理的网红“田创客”，有的是懂市

场、善经营的“农业经理人”⋯⋯他们带着敢闯敢

拼的勇气和韧劲，从都市青年变成扎根乡野的农

夫，在田间地头描绘着人生蓝图。

曾经梦想走出农村的人们，为何又返乡成为

“新农人”？回乡后他们都做些什么？能给乡村带

来哪些变化？近日，记者走近这群“新农人”。

义无反顾回农村

江苏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安镇苏口村村民吴

兆金大半辈子守着“一亩三分地”，去年年底，他

竟一口气流转承包了 150 亩土地来养豆丹。

豆丹是豆天蛾的幼虫，可以做成菜肴。“过去

一季小麦一季稻，一亩地也就几百元收入，一种就

是 40 年。没成想水稻换成豆丹后，一亩地收入竟

超过 8000 元。”吴兆金笑盈盈地算起今年的收入

账。他说，自己改变种植模式、扩大种植规模的底

气，来自村里“90后”返乡“新农人”宋冬冬的指导。

“这块稻田水还是有点少，鳜鱼长不大就卖不

上价。”在苏口村村民宋波涛家的水田里，皮肤黝

黑的宋冬冬正赤脚站在水田里，测量稻鱼混养的

最佳水位。“冬冬是大家羡慕的‘大老板’，真没想

到他能回来。这两年他带领大家搞稻虾种养和豆

丹养殖，让不少村民口袋鼓了起来。”宋波涛说。

2014 年，宋冬冬在浙江杭州四季青服装批发

市场租了一间门面做服装生意，凭借敏锐的市场

洞察力，他很快便经营起 2 家门店和 3 家餐饮店，

年收入几百万元。“自己日子宽裕了，但每次回乡

心里总不是滋味，家乡的落后成了我的心结。我

决定回乡创业，拉乡亲们一把。”宋冬冬说。

“国家对农村发展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引领

坚定了我回乡发展的决心。我最初想把服装加

工引进村里，但发现物流跟不上，走了一小段弯

路。”宋冬冬说，“镇里了解到我返乡创业的困难

后，随即派人上门指导，大家开会研究决定还是

把重心放在农业生产主业上。”

“这 几 年 ，我 们 在 如 何 创 新 农 业 产 业 发 展

上绞尽脑汁，摸索出‘小麦+豆丹’、稻虾鱼生态

种养两条致富路，全村 3000 多亩土地有 2200 多

亩采用了生态种养模式，人均增收 9000 多元。”

宋冬冬今年准备利用稻田尾水搞生态鳜鱼养

殖，扩大水田的利用价值和经济效益。宋冬冬

说，良田美池、怡然自乐的美好苏口村已初见

雏形。

未来的农村什么样？每名“新农人”心里都

有一个“桃花源”。

走进宿迁市宿城区蔡集镇牛角村返乡创业

者魏勇的田园房舍，一股文艺气息扑面而来。一

片碧绿的草坪旁矗立着一幢白色钢构房屋，简约

现代的陈设映衬在巨大的玻璃幕墙里，与蓝天白

云构成一幅天然的“油画”。“草坪尽头的那棵柳

树是我 8 岁那年栽的，现在已经长成大树了，它

是促使我回乡的触发点。”魏勇说。

1989 年出生的魏勇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日语专业毕业后，在北京打拼多年并小有成就。

他因一棵树引发乡愁回到家乡，又通过一朵玫瑰

花找到发展方向。

“我首期种植了 30亩丰花玫瑰，一季能收 300

多斤干花，主要用来做玫瑰花茶和青梅玫瑰糖。

新建的玫瑰产品作坊明年就能投入使用，接下来

将朝着旅游产品方向去做。”魏勇告诉记者，目前

他已注册了商标，开了网店，今年将引导村民一起

扩大玫瑰种植规模，带动农业旅游产业发展。

触动张健伟的则是来自家乡连云港东海县

黄川镇的农业发展“英雄帖”，当时还是南京一家

建筑公司项目经理的张健伟收到“英雄帖”后激

动不已，很快递交了辞职报告，返回家乡成了“新

农人”。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2017 年 10 月份，张健

伟流转承包 130 亩土地，投资 300 余万元，成立了

黄川镇村头树下种植家庭农场，开始种植草莓。

“回乡发展一直是我的梦想，但回来后发现自己

一不懂农业、二不懂栽培、三缺乏科学种田技术，

现实给我的满腔热情浇了盆冷水。”张健伟说，在

困难面前，他从不放过每一次学习机会，积极参

加县里组织的培训或去外地学习“取经”，向经验

丰富的人拜师学技，终于摸索出了草莓超高垄栽

培技术，还解决了草莓种植连年耕作土壤板结、

夏季内涝等问题。

“这两年，农场新增了葡萄和圣女果种植项

目，引得八方游客前来采摘，今年收入将超过 240

万元。”张健伟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下一步重

点是带动村民从事现代农业，共同致富。

是什么让“新农人”义无反顾回到乡村？“返

乡创业者之所以越来越多，除了心理上的归属感

和责任感，农村独特的资源禀赋和广阔的发展空

间，以及与城市间不断缩小的差距，也是持续吸

引年轻人返乡创业的驱动要素。”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耿献辉表示。当前，我国农

业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速发展的新

阶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新技术、新

理念在农业领域广泛应用，物流等基础设施不断

完善，这些都为“新农人”返乡创业创造了难得的

机遇和空间。

耿献辉认为，“新农人”带动了技术、项目、资

金等资源要素下沉乡村，推动农村电商、休闲农

业等新业态蓬勃兴起，实现乡村产业与人才发展

双赢。

好政策把人留住

站在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大顾村即将建好

的高标准厂房前，“90 后”返乡创业者杜祥宇告

诉记者：“这 6000 平方米新厂房将上马一套进口

樱桃木和橡木的高端家具生产线，还会预留 500

平方米用来做电商直播。村里提供的厂房就像

雪中送炭，解决了我们的用地难题。”

2012 年，还在读大学的杜祥宇了解到家乡正

大力发展家具电商产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申请

了网店做家具代售。“没想到第 1 个月就卖出了

2 万多元。”杜祥宇说，他专门跑回老家实地察

看，全镇已有一半居民开始从事家具电商产业。

2014 年，杜祥宇大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回到

了沙集镇，创办了江苏佰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蓬勃兴起的家具电商产业是我回乡创业的基

础，因为这里有集聚的产业、低成本的物流和成

熟的经营模式。”杜祥宇说。

杜祥宇坦言，即使有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创

业也并非一帆风顺。“2016 年前，因为板式家具价

格便宜、销量大，企业就一窝蜂地生产，但这些落

后的产品即将被市场淘汰。好在镇里的电商办挨

家挨户上门发布市场需求指南，引导大家走高端

路线，挽救了不少企业。”杜祥宇说，这两年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家具行业受到很大冲击，对此，政

府部门多次推出政策，引入服务机构，提供免费直

播培训，带领大家转思路、拓市场。

在政策引导下，2021 年，杜祥宇带领企业再

一次转型，销售转为以直播带货为主，产品也从普

通家具生产转型为进口木材家具制造。“有地方政

府扶持政策的加持，有产业集聚发展的优势，我对

自己返乡创业的未来充满信心。”杜祥宇说。

连云港市东海县驼峰乡下湾村曾是江苏省

定经济薄弱村。记

者在村里的一座大

棚 里 看 到 ，多 肉 盆

栽 整 齐 地 码 放 着 ，

年轻的主播举着手

机 在 大 棚 里 穿 梭 ，

向网友介绍琳琅满目的多肉植物，村民们则利落

地贴好胶带，完成快递打包。

这连片的大棚是“90 后”返乡“新农人”张柱

的梦想。2016 年，张柱从韩国学成归国，回到了

下湾村。“留学的时候我就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了

多肉种植技术，当时也想好了毕业后就回乡发展

多肉种植产业。”张柱说，他的决定遭到了父母的

强烈反对和村里人的质疑，他们不理解辛苦培养

出来的留学生为什么非要回农村。

不过张柱发展多肉产业的思路得到了乡里的

支持，还享受了大学生创办企业的税费优惠、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优惠等多项优惠政策。“乡里还配套

建设了 1 万多平方米的薄膜温室以及 500 多平方

米的电商配套用房，让多肉产业实现规模化、标准

化、精品化发展。”张柱说，眼下，他租赁的薄膜温

室每年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28万元，带动了 30多名

大学生就业以及 40多户贫困户脱贫。

“如果说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乡愁是‘新农

人’返乡的最初动力，那么好政策、好产业便是促

使他们返乡创业的催化剂。”耿献辉说，江苏一直

把产业兴旺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点，大力推动

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发展。目前江苏已打造

了 8 个千亿元级优势特色产业，建成 10 亿元以上

县域产业超过 180 个，全国产业强镇超 60 个，“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 186 个，这些都将有力地吸引

“新农人”加入到“三农”发展中来。

“去年年底，江苏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

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江苏将

新培育高素质农民 75 万人，新选拔培养‘三带’

名人 250 名左右、能手 500 名左右、新秀 1500 名

左右。”江苏省委农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江苏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73.4%、人均 GDP 超过

1.8 万美元，城镇化进入成熟稳定、质量提升阶

段，工农城乡关系也进入调整的关键时期，江苏

将制定实施《江苏省“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发展

规划》，打造现代新农人群体，重点解决“谁来种

地”的人才不足问题。

赋予乡村新活力

徐州市铜山区茅村镇梅庄村乔园葡萄园中，

晶莹剔透的葡萄散发出浓浓果香，令人垂涎。葡

萄园的主人是毕业于南京林业大学的返乡硕士

夫妻，丈夫叫杨建，妻子叫徐娇。

“各位乡亲，咱们葡萄的株距、行距都要大，

1 亩地只种植 32 棵，可不能再像过去那样 1 亩地

栽 200 棵。”葡萄架下，徐娇向前来学习的村民们

讲解葡萄种植技术要领。

“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用所学知识带领乡

亲们致富。”徐娇 2016 年回乡后发现，要实现农

业产业振兴，种什么、在哪儿种固然重要，但破除

农业发展中根深蒂固的旧思想和旧观念显得更

为迫切。

“茅村镇乃至整个铜山区的葡萄种植存在品

种落后单一等问题，附加值不高，产业发展动力

不足。”徐娇说，老一辈农民埋头辛苦干活，却忽

略了这些问题，随着消费者生活质量的提高，种

了几十年的老品种已经很难“包打天下”了。于

是，他们依托专业优势，从深圳引进了当时的葡

萄新品种——阳光玫瑰，吸引了不少农户。

“前段时间要给葡萄疏花、疏果，不少种植户

前来学技术，看我们把大部分果子都剪了，大家

意识到葡萄种植不能‘贪大求多’。”徐娇说，“我

们下狠心疏枝、疏花、疏果，把葡萄亩产从 3000

公斤降到 1750 公斤以内，却种出了外形更好看、

品质更上乘的葡萄，销售更旺、价格更高，这样总

体算下来反而挣得更多。”

“从过去大家抱着怀疑的态度到逐渐认可，

再到邻村、邻镇甚至邻市的农户争相前来学习，

不仅新品种、新模式得到推广，葡萄价格也一路

水涨船高，种植户收益普遍提高。”茅村镇副镇长

王新源告诉记者，徐娇夫妇提出的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种植理念已在当地农户心中

生根发芽。

李勃曾是南京一家电子元器件贸易公

司的负责人，事业发展得风生水起。2011

年，在家乡宿迁市沭阳县返乡创业号召下，

他回到了官墩乡，创办

了江苏康之源粮油有

限公司，准备从事粮食种植加工。

“沭阳县是江苏省水稻种植大县，

粮食从种到销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经

过思考，我决定将目光瞄准稻米油脂

产业。”李勃说，“我们通过与武汉大

学、江南大学等高校食品学院合作，引

入产学研项目，不断加大研发投入，逐

渐构建了一条稻米油一体化生产链。”

“米糠富含谷维素，过去却被种植

户忽略，有的作为家禽饲料，有的被直

接丢弃，非常可惜。”李勃说，为了转变

农户对稻米综合利用的认识，公司设立

了乡镇试点基地，以订单形式和农户签

订合同，带动农户发展水稻种植以及精深加工。

“我们带动了超过 2 万户农民，可年产米糠

粕超 10 万吨、米糠毛油超 2 万吨、食用营养稻米

油超 2 万吨，已成为江苏规模最大的稻米油生产

基地。”李勃说。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从苏南到苏北，

记者调查发现，“新农人”中“80 后”“90 后”不在

少数，越来越多有梦想、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的年轻人加入乡村振兴的队伍中。与父

辈相比，他们往往拥有更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

术，善于把新理念、新技术注入传统农业，将网络

直播、线上销售等新业态引入乡村，更加注重品

牌经营和团队管理。这群“新农人”不仅带动了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原有

的农村生产环境和格局，赋予传统农业新活力。

期待更完备舞台

孙健是徐州市铜山区荣健家庭农场的负责

人，2016 年返乡创业。在当地政府帮扶下，6 年

来，他的家庭农场已从 5 亩地发展到 200 多亩，经

营着鱼塘、有机水果和蔬菜大棚等，成为当地小

有名气的休闲农业基地。

然而，孙健也遇到了难题。“随着规模变大，水

果和蔬菜产量提高，需要发展冷链物流，但建设用

地指标成了建设冷库的‘拦路虎’。”孙健说，一方

面要严守耕地红线，另一方面农业产业配套基础

设施跟不上，“新农人”创业发展面临着瓶颈。

孙健还面临着贷款难问题。因为他的抵押

物不足，银行贷款额度只有 30 万元，远不能满足

发展需求。“农业本就是一个投入大、见效慢的产

业，且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孙健期待金融渠道

能进一步畅通，金融机构能加大对返乡创业的资

金扶持力度，推出更多惠农贷款项目，将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扶上马送一程”。

与孙健这种土生土长的本地“新农人”不同，

南京市溧水区南乡莓园农场主陈奕同在成为“新

农人”前，从未有过乡村生活经历。他告诉记者，

创业之初他养过鸡、鹅，种过蔬菜、西瓜、玉米等，

别人种什么他就跟上，创业 1 年多只有支出，不

见进账。“因为缺少有效的资源信息服务平台和

创业指导，我刚创业时很盲目，走了一段弯路。”

陈奕同说。

耿献辉认为，当前人才下乡、能人返乡仍受

到一些因素制约，为返乡创业搭建的平台还有不

少短板需要补齐。他建议，各地在积极招引人才

返乡创业的政策基础上，应在搭建创业服务平

台、提升创业能力、优化创业服务环境上下功夫，

为“新农人”构建更大更全面的舞台。“要因地制

宜地对‘新农人’开展精准培训，建设集‘生产+

加工+科技+营销+品牌+体验’于一体的农村创

业园区，落实‘新农人’在融资、用地、落户、社会

保险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吸引更多的人回到农村

来。”耿献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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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梦想走出农村的人们回来了曾梦想走出农村的人们回来了
——江苏返乡创业江苏返乡创业““新农人新农人””调查调查

本报记者 蒋 波

曾几何时，年轻人纷纷离开农村，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跃跃欲试准备“跳回

农门”。他们背起行囊奔赴广袤的农村田野，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这些人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新农人。他们开得了新机器、玩得转新技术，为乡村带去新思维、落

地新理念，把梦想播种在希望的田野上。

推动“新农人”成为“兴农人”
随着“新农人”群体不断壮大，他们拓展

了乡村产业，带富了家乡百姓，也推动更多资

金、技术、人才向乡村汇聚，为乡村带来新的

生机和活力。不过，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人才

下乡、能人返乡过程中还存在不少堵点和难

点有待打通和解决，比如有的“新农人”本想

挥洒青春和智慧，却遇到用不了地、融不来

资、入不了户的尴尬境地。

乡村振兴要引得来、留得住人才，就需要

构建并完善乡村人才支撑及振兴机制，激励

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展才华、大显身

手，推动“新农人”成为“兴农人”。只有这样，

才能为“三农”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

劲动能。

地方政府要根据农村实际和人才特点，

因地制宜搭建人才招引平台，畅通人才交流

渠道，促进人才供给与乡村产业需求精准匹

配、有效衔接。此外，要为“新农人”与村民、

上下游企业、相关政府部门合作提供便利渠

道和平台，充分挖掘返乡人才潜力，让更多

“新农人”破土而出。

要找准发力点，打破瓶颈。创新畅通金

融渠道，通过拓展融资抵押物范围等措施缓

解“新农人”融资难题。积极培育新业态、新

模式，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加

快以产业链带动人才链。通过构建资金、平

台、技术等全要素服务体系，在项目孵化、融

资担保、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打

造便利的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

配 套 设 施 ，让“ 新 农

人”心无旁骛地发展

事业、振兴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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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徐州市铜江苏徐州市铜

山区茅村镇梅庄村山区茅村镇梅庄村

返乡创业者杨建在返乡创业者杨建在

为葡萄疏果为葡萄疏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江苏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返乡创业者杜祥宇江苏徐州市睢宁县沙集镇返乡创业者杜祥宇（（左左））指导工人加工家具材料指导工人加工家具材料。。 顾士刚顾士刚摄摄

江苏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安镇苏口江苏连云港市灌南县新安镇苏口

村返乡创业者宋冬冬村返乡创业者宋冬冬（（中中））和村民一起和村民一起

察看水稻长势情况察看水稻长势情况。。 李李 伟伟摄摄


